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0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在京集
體會見出席第六屆世界媒體峰會代表。
李書磊表示，2021年，習近平主席向第四屆
世界媒體峰會致賀信。三年來，峰會影響力持續
提升。媒體是促進民心相通的橋樑紐帶，希望各
國媒體深入了解中國，講好中國攜手各方共同繁
榮發展的故事。
塔斯社、半島媒體集團、美聯社、匈牙利
ATV集團等13家國際主流媒體機構負責人參加
會見並表示，期待通過媒體交流為世界繁榮發展
凝聚共識、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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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鄒雪雯赴英國學習珠寶設計。剛到英國的時候，鄒雪雯在倫敦的V&A博物
館的珠寶館內看到，專門展示花絲鑲嵌的展櫃，標註
的卻是這項技藝源自印度，這讓她一直耿耿於懷。

常見於影視作品中 深受海外觀眾喜歡
在中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花絲鑲嵌技藝，主要

使用金、銀等材料通過鑲嵌寶石、珍珠或編織等工
序製作成工藝品，早期由皇家御用宮廷藝人傳授。
近年，中國影視界出品的優質宮廷古裝劇在海外也
深受喜歡。除了劇情外，最吸引人的應該就是妃嬪
的穿戴首飾了，其中不少要角的飾品是邀請了大師
精心設計製作的。《甄嬛傳》、《夜宴》、《滿城
盡帶黃金甲》等影視作品中美輪美奐的首飾，不少
都出自趙雲亮之手。

回國拜師工藝美術大師
鄒雪雯通過網絡查閱了不少資料，但卻一直沒有
找到合適的拜師途徑。說來也巧，一日在博物館
外，一對前往旅行的中國老夫妻向鄒雪雯問路。了
解到這位來自中國的女孩對傳統技藝的興趣後，老
人熱心地幫助她牽線搭橋，聯繫上了在花絲鑲嵌技
藝上頗有造詣的工藝美術大師趙雲亮。

如髮絲般粗細 焊接需把控時間溫度
「當時趙師父對我說，如果你喜歡的話就回國

吧。」鄒雪雯用最快的速度買了回國機票。此後幾
年，因為疫情關係，倫敦往返北京的難度極大，她
仍然想盡辦法，每年返回北京學藝。
花絲鑲嵌，需要把金銀錠反覆捶打，做成如髮絲般
粗細，再按照合適的尺寸根據設計圖做成各種樣式。
堆、壘、編、織、掐、填、攢、焊……花絲鑲嵌複雜
的工藝，沒有難倒鄒雪雯。「掐絲掐不好可以重新掐。
焊接沒焊好，整個作品的製作就要從頭再
來。」她以焊接為例說，在一平方
厘米的面積上有成千上萬個關
節點，匠人需要把控時
間、溫度等，將銀絲
焊接牢固。

功夫不負有心人。鄒雪雯耗時6個月的作品《芳菲
祭》，一朵牡丹花用八層銀絲疊加，每一瓣花瓣上
鑲嵌有幾千顆小珠。追求極致的工藝，展現東方工
藝之美是鄒雪雯做這件作品的初衷。
「95後」鄒雪雯並不傳統，「花絲鑲嵌的首飾是古

代『宮廷高定』，多以龍鳳或者花鳥魚蟲等吉祥寓意
的圖樣創作，但我會結合西方人的審美元素，製作如
鯨魚、小鹿等。」師父趙雲亮評價鄒雪雯「你敢想敢
幹膽子大，有可能做錯，但總能碰撞出新東西。」

「背後是強大的文化自信」
「中國的花絲鑲嵌作品絕對吸睛。」每次鄒雪雯

在歐洲的繁華街區展出花絲鑲嵌作品，總能吸引西
方人駐足並發出陣陣驚嘆，「中國傳統文化的魅
力，就像無聲的語言，在任何國度都能被感知。」
疫情期間，除了回國學藝，鄒雪雯就閉關創作，積
累了不少作品。2021年底，鄒雪雯帶着初步學成的
花絲鑲嵌手藝，在倫敦開設了珠寶工作室。
工作室將教學流程濃縮為知識講座、拉絲體驗和

基礎手工製作三大精華。學員們可以自主選擇耳
飾、吊墜、戒指等款式，在預先打造好的邊框中填
充花絲，待鄒雪雯和團隊焊接、酸洗、打磨和拋光
完畢後領取作品。
「這是中國功夫的超能力嗎？」有一次，一名高大

的外國學員用蠻力都無法拔出花絲，但看到身材嬌小
的鄒雪雯卻能用巧勁輕鬆拿捏，便發出如此驚嘆。
「這兩年，來的學員，西方人明顯比華人多了，

尤其今年。」隨着知名度越來越高，鄒雪雯也屢屢
受邀到歐洲高校、企業、華人社區傳授技藝，使許
多不曾主動了解中華文化的外國人在縷縷花絲、點
點珠光間看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國潮、中國風。「這
背後是非常強大的中華文化自信。」鄒雪雯說。

花絲鑲嵌起源於春秋時期，作為
「燕京八絕」中工藝最繁複的一項
古老技藝，它還有個「細金工藝」
的別稱，是「花絲」和「鑲嵌」兩
種製作技藝的結合。古書記載：
「採金為絲，妙手編結，嵌玉綴
翠，是為一絕。」指的就是花絲鑲
嵌。花絲是將黃金、白銀加工成
絲，再經盤曲、掐花、填絲、堆壘
等手段製作工藝品。鑲嵌則是把

金、銀薄片，捶打成器皿，然後鏨
出圖案，鑲以寶石、珍珠而成。

花絲鑲嵌工藝，在中國古代宮廷
內部眾多的皇家工藝中，地位最
高。如明代萬曆皇帝金絲翼善冠，
孝靖皇后在出席最高規格等級活動
時才能戴的鳳冠等均是由花絲鑲嵌
製作而成。

如今，該技藝已列入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今年下半年以
來，北京市連續出台便利外國人在京服務措施，
持續深化高水平對外開放。10月13日，恰逢北京
市實施境外銀行卡刷卡過閘乘坐地鐵服務「滿
月」，外卡過閘業務累計進站量已超過3萬人次。
9月13日，北京市在中國內地率先支持境外銀行

卡刷卡過閘乘坐地鐵。外籍人士無需購票或下載
相關App，只要持境外發行的萬事達卡（Master-
Card）、維薩卡（Visa）就能刷卡過閘，乘坐北京
市27條城市軌道線路和市郊鐵路S2線。

京投公司所屬北京軌道交通路網管理有限公司
總經理方志偉13日告訴記者，截至10月12日24
時，外卡過閘業務累計進站量3.14萬人次，日均
1,046人次。北京地鐵8號線、5號線、1號線八通
線、2號線等是業務量排名靠前的線路；持外卡在
售補票設備購買單程票或補票方面，1個月來，累
計售補票1.74萬筆，日均579筆。
今年7月31日，為適應外籍人士支付習慣，滿

足文旅體驗需求，北京還推出了「BEIJING
PASS」卡，支持在北京軌道交通、公交、有軌電

車、市郊鐵路、機場快軌、出租車及全國300餘座
城市公共交通領域使用，還可在北京30處知名公
園景區和20家指定商戶刷卡購票或消費。
記者還了解到，目前北京交通領域涉外服務水

平持續提升，已有11條軌道交通線路、24座站點
試點配置了翻譯機。同時車站工作人員定期開展
外語口語培訓，為乘客提供更加準確、豐富的信
息。公交線路上也實現了全覆蓋的中英文雙語報
站，首汽約車、滴滴等出租、網約車服務平台推
出英文版App，並且支持MasterCard、Visa等國際

主流信用卡刷卡。
據悉，下一步，北京軌道交通還將推出支持境

外手機號註冊的億通行國際版App，乘客可刷二維
碼過閘乘車；公交車、出租車等也將不斷優化外
籍乘客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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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銀行卡在京搭地鐵 首月超3萬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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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日漸「走紅」海外，吸引了外國受眾目

光。師從北京市工藝美術大師趙雲亮的鄒雪雯，把花絲鑲嵌工藝帶到歐洲，圈粉無數。很多第

一次見到花絲鑲嵌首飾的外國人，都被這項來自古老東方的奢華藝術折服，紛紛拍照、試戴和

購買。她創辦的手工坊，更有數千人次現場學習這門技藝。「這是中華文化的魅力，背後是祖

國的強大和文化的自信。」鄒雪雯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連線英國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花絲鑲嵌話你知

工作室的創立，
讓鄒雪雯在追求藝

術與維持生計間找到了平衡。傳統
花絲鑲嵌工藝難度大、耗時長，但
外國人的體驗時間往往比較短。這
樣的矛盾，「倒逼」鄒雪雯每年回
到中國，學習琺琅、纏花、大漆、
製香等更多的傳統技藝，再帶回歐
洲。

或許在西方世界，中國傳統文化
仍屬小眾。鄒雪雯的花絲鑲嵌作
品，即便採用銀絲製作，仍較難以
「飛入」歐洲「尋常百姓家」。
「他們以為這是中東土豪才佩戴得
起。」她笑着說，「但你不覺得小
眾就很酷嗎？」

但不管怎麼樣，從一開始歐洲人

面對花絲鑲嵌的一臉不解，需要鄒
雪雯反覆推介，到如今能在街頭聽
到洋面孔在討論這門中國古老的技
藝，她心中還是成就感滿滿。「來
工作室的人，有的是純粹追求手
工，有的是中國迷，也有學珠寶製
作，還有是希望療癒自己。」她每
年把更精進或是新學的技藝傾囊相
授，讓中式美學隨着學員們的手，
在歐洲發揚着獨特的魅力。

鄒雪雯今年開始在工作室開設製
香課程。「宋時四雅，焚香、點
茶、插花、掛畫。西方人也愛用
香，只不過是化學提煉的香水，中
國的香，是很高級的天然香。」她
把製香和珠寶首飾相結合，收到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特稿

首飾結合製香 傳統技藝煥新生

▲▼▲▼鄒雪雯正在向歐洲人傳授中國古老技藝鄒雪雯正在向歐洲人傳授中國古老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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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雪雯的花絲鑲嵌作品鄒雪雯的花絲鑲嵌作品


